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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 目的　研究贯叶连翘 Hypericum perforatum L. 的化学成分。 方法　采用反复硅胶柱层析分离纯化 ,通过

理化性质和光谱分析鉴定其化学结构。结果　从贯叶连翘中分离得到 6个化合物 ,分别鉴定为 β -谷甾醇 (Ⅰ )、胡萝

卜苷 (Ⅱ )、金丝桃苷 (Ⅲ )、 6″-O-乙酰金丝桃苷 (Ⅳ )、 3-表乌苏酸 (Ⅴ )、myriaboric acid (Ⅵ )。结论　其中化合物Ⅳ ,Ⅴ
和Ⅵ 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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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Object　 To study the chemical consti tuents of Hypericum perforatum L. Methods　 Iso la-

tion and puri fica tion w ere repeatedly carried out on si lica gel column. They w ere identi fied and st ructurally

elucida ted by phy 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pect ral analysis. Results　 Six compounds w ere obtained.

They w ere β -sitosterol (Ⅰ ) ; β-daucosterol (Ⅱ ) ; hypero side (Ⅲ ) ; quercetin 3-( 6″-O-acety lgalacto side )
(Ⅳ ) ; 3-epi-urso lic acid (Ⅴ ) , my riaboric acid (Ⅵ ) . Conclusion　 CompoundⅣ , Ⅴ and Ⅵ were found in

this plant for the fi rst tim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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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贯叶连翘 Hypericum perforatum L. 属藤黄科

金丝桃属植物 ,为多年生草本 ,全草入药。 该属植物

我国有 50多种 ,大多具有药用价值 [1 ]。 我国传统认

为贯叶连翘具有清热解毒 ,收敛止血、利湿之功效 ,

主要用于止血、抗炎、妇科病等方面
[2 ]
。 在欧洲其作

为民间草药用于治疗创伤也有相当长的历史。目前 ,

用贯叶连翘提取物制成的制剂已在欧美大量上市 ,

主要用于治疗抑郁症 [3 ]、甲型和乙型肝炎 [4, 5 ]及艾滋

病 [6 ]等。此外 ,还有文献报道其有抗肿瘤活性 [7 ]。为

了系统研究国产贯叶连翘化学成分及比较其与欧洲

原料间的差别 ,我们对国产的贯叶连翘的化学成分

进行了系统分离。本文报道了其中 6个化合物的分

离和结构鉴定 ,其中化合物Ⅳ ,Ⅴ和Ⅵ 为首次从该植

物中分得。

1　仪器和材料

X4型显微熔点测定仪 (温度计未校正 ) ; Im-

pact-410 ( nicolet )型红 外光谱 仪 ; JEOL JNM-

GX400型核磁共振仪 ; Finnigan MA TTSQ7000质

谱仪 ;柱层析硅胶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 ;硅胶

G60F254薄层预制板为 Merck公司产品 ;药材采自贵

州贵阳市 ,由中国药科大学周锦祥教授鉴定。

2　提取与分离

贯叶连翘地上部分粗粉 4 kg ,用 95%乙醇回流

提取 3次 ,每次 3 h ,合并提取液 ,减压浓缩。浓缩液

拌上 2倍量硅藻土 ,分别用石油醚、乙酸乙酯、甲醇

索氏提取器回流 ,得乙酸乙酯部位 116 g。该部位经

反复硅胶柱层析 (氯仿-甲醇梯度洗脱 )得到化合物

Ⅰ ( 90 mg ) ,Ⅱ ( 80 mg ) ,Ⅲ ( 200 mg ) ,Ⅳ ( 105 mg ) ,

Ⅴ ( 12 mg )和Ⅵ ( 20 mg )。

3　鉴定

化合物Ⅰ : 无色针晶 ,香草醛-浓硫酸显兰紫色 ,

与 β-谷甾醇标准品在 HPTLC上的 Rf值一致 ,且混

合熔点不下降 ,故确定该化合物为 β -谷甾醇。

化合物Ⅱ : 白色针晶 ( CHCl3 -MeOH) , mp 285

℃～ 287℃ ; IR、 FABMS、
1
HNMR数据与文献

[8 ]
报

道的胡萝卜苷数据一致。

化合物Ⅲ :黄色结晶 ( M eOH) , mp 231℃～ 232

℃。
1
HNMR( DM SO-d6 )δ: 5. 35( 1H, d, J= 7. 2 Hz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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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-1 of galacto se) , 6. 19( 1H, br. s, H-6) , 6. 40( 1H,

br. s, H-8) , 6. 81( 1H, d, J= 8. 0 Hz, H-5′) , 7. 53

( 1H, br. s, H-2′) , 7. 63( 1H, d, J= 8. 4 Hz, H-6′)。
13 CNMR ( DM SO-d6 )δ: 177. 4 ( C-4) , 164. 1 ( C-7) ,

161. 2( C-5) , 156. 3( C-2) , 156. 2( C-8a) , 148. 4( C-

4′) , 144. 8( C-3′) , 133. 5( C-3) , 121. 9( C-6′) , 121. 1

( C-1′) , 116. 0( C-5′) , 115. 2( C-2′) , 103. 9 ( C-4a ) ,

101. 9( C-1″) , 98. 7( C-6) , 93. 6( C-8) , 75. 9( C-5″) ,

73. 3( C-3″) , 71. 3( C-2″) , 68. 0( C-4″) , 60. 2( C-6″)。

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金丝桃苷数据一致 [9 ]。

化合物Ⅳ: 黄色结晶 ( CHCl3-M eOH) , mp 236

℃～ 237℃。 IR( KBr, cm- 1 ): 3 415, 1 720, 1 709,

1 656, 1 606, 1 562, 1 494, 1 360, 1 280, 1 179。
1
HNM R( DM SO-d6 )δ: 1. 70( 3H, s, CH3 ) , 5. 28( 1H,

d, J= 8. 0 Hz, H-1″) , 6. 18( 1H, d, J= 1. 6 Hz, H-6) ,

6. 40( 1H, d, J= 2. 0 Hz, H-8) , 6. 80( 1H, d, J= 8. 8

Hz, H-5′) , 7. 49 ( 1H, d, J= 2. 0 Hz, H-2′) , 7. 61

( 1H, dd, J= 2. 4, 8. 8 Hz, H-6′) , 12. 57( 1H, s, O H-

5)。 13
CNMR( DM SO-d6 )δ: 177. 4( C-4) , 169. 9( C=

O ) , 164. 1 ( C-7) , 161. 1 ( C-5) , 156. 3( C-2) , 156. 2

( C-8a ) , 148. 5 ( C-4′) , 144. 8 ( C-3′) , 133. 4 ( C-3) ,

121. 9( C-6′) , 121. 0( C-1′) , 115. 8( C-5′) , 115. 2( C-

2′) , 103. 8 ( C-4a ) , 101. 7 ( C-1″) , 98. 7 ( C-6) , 93. 6

( C-8) , 72. 9 ( C-3″, 5″) , 71. 0 ( C-2″) , 68. 2 ( C-4″) ,

63. 2( C-6″) , 20. 2( CH3 )。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的 6″-

O-乙酰金丝桃苷数据一致
[ 10]
。

化合物Ⅴ : 白色针晶 ( CHCl3-M eOH) , mp 232

℃～ 234℃ ; FABM S、
13
HNMR数据与文献

[11 ]报道

的 3-表乌苏酸数据一致。

化合物Ⅵ : 黄色结晶 ( CHCl3-M eOH) , mp >

300℃。 FAB-M S m /z: 547 [M+ Na+ Na- H ]
+
。 IR

( KBr, cm
- 1
): 3 508, 2 931, 2 879, 1 691, 1 453,

1 382, 1 156。1
HNM R( C5D5N )δ: 1. 16 ( 1H, d, J=

7. 8 Hz, H-30) , 1. 17, 1. 20, 1. 49。 1. 75, 1. 80( each

3H, s, 5× CH3 ) , 3. 09( 1H, s, H-8) , 3. 38( 1H, dd, J=

4. 3, 12. 0 Hz, H-3) , 5. 15( 1H, br. s, O H-19) , 5. 66

( 1H, br. t, H-12)。
13
CNM R( C5D5N )δ: 180. 7 ( C-

28) , 180. 5 ( C-24 ) , 139. 8 ( C-13 ) , 128. 0 ( C-12) ,

78. 2( C-3) , 72. 6( C-19) , 56. 8( C-5) , 54. 6( C-18) ,

49. 2( C-4) , 48. 2( C-17) , 47. 1( C-9) , 42. 2( C-20) ,

42. 1( C-14) , 40. 1( C-8) , 39. 6( C-1) , 38. 3( C-22) ,

37. 8( C-10) , 33. 8( C-7) , 29. 2( C-15) , 29. 0( C-2) ,

27. 0 ( C-29) , 26. 8 ( C-21) , 26. 3 ( C-16) , 24. 6 ( C-

27) , 24. 4( C-11) , 24. 1( C-23) , 20. 8( C-6) , 17. 0( C-

26) , 16. 6( C-30) , 13. 8( C-25)。 以上数据与文献报

道的 myriaboric acid数据一致
[12, 13 ]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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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泛征购天然纯品化合物
　　 DELTA(甙尔塔 )天然有机化合物信息中心是一家专业从事天然纯品化合物的研究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 、收购于一体的专门
机构 ,有着较强的技术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水平 ,有着广泛的世界渠道 ,经济实力和良好的信誉。 为国内的科研院所 ,制药企业
和世界各地的制药企业、研究机构提供天然来源的化学样品标准品和对照品 ,以及植物提取物。

目前 ,中心有 1 000多种天然纯品化合物于世界各地 ,是国内最大的天然纯品化合物交流中心。为进一步促进中国中药现
代化事业的发展 ,我中心决定成立 DELTA天然有机化合物化学样品库 ,广泛征购生物碱类、黄酮类、皂苷类、醌类、萜类、木脂
素类、内酯、香豆精、异香豆精、有机酸、色原酮类等各类天然纯品化合物 ,每种化合物购买量在 50 mg～ 10 g ,请提供化合物的
中英文名称、现货数量和价格 ,另外我中心有大量的标准品对照品订单 ,欢迎来函或通过电子邮件索取 ,希望您能将可供化合
物名单寄给我们 ,谢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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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: 0086-563-2719448, 3010221　 传真: 0086-563-3010221　　移动电话: 013905630448　　联系人: 刘建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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